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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畅

“管总，今年果园还有落果的情况
发生吗？”12月14日，万州区，重庆三峡
农业科学院果树园艺研究室主任马晓
丽，给重庆市果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管仲兰打去电话，询问柑橘的生
长情况。

管仲兰在万州溪口乡种植有500
余亩玫瑰香橙。2019年前后，不少果
树在挂果期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落果
情况，让人着急。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其原因是种
植过程中仅施用氮肥，导致果树营养失
衡。”马晓丽经深入调查，很快找到其中
原因，问题迎刃而解。

这几年，管仲兰的果园里，玫瑰香
橙长势越来越好，再也没有出现大面积
落果情况。

马晓丽目前负责为库区55万余亩
柑橘园提供技术指导，被当地果农亲切
地称为“果树医生”。

妙手回春治好柑橘“虚胖症”

时间回到4年多前的2019年7月，

接到一通紧急求助电话后，马晓丽与同
事急忙赶赴溪口乡。

“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基地的果树
掉了好些果子。”管仲兰将马晓丽等人
带到果园里查看情况。

掉落的柑橘随处可见。
马晓丽仔细察看，发现橘树叶片和

落果的外表均没有病斑，树干上没有害
虫爬行；切开果子，果肉也未见变质。

看不出症状，只有“刨根问底”。马
晓丽用锄头挖出树根，看见部分根须已
发黑。

根须发黑的原因通常有4种：一是
根须被雨水长时间浸泡，二是有病虫害
发生，三是真菌感染，四是果树营养失
衡。

但那段时间万州并未下雨，且根须
上也没有发现有任何虫迹和黑斑。最
终，马晓丽确定了出现落果的原因：果
树缺乏营养。

“化肥用量应该是足够的。你看，
枝叶长得多好！”管仲兰说。

“这是‘虚胖’。”马晓丽解释，过头
的“枝繁叶茂”，其实会抢走果实的养
分。

她将土壤带回实验室检测，进一步
发现土壤中氮元素含量过高，而其他营
养元素含量极低，这意味着氮肥以外的
其他肥料用量严重不足。

在当地，许多果农习惯大量使用氮
肥，其见效快，使用之后果树生长迅速，
但如若不配合施用有机肥和复合肥，果
树就会只长“个头”不长“肉”，甚至“掉
肉”。

查明原因后，马晓丽开出“药方”：
在合理使用氮肥的同时，增施有机肥和
复合肥，尤其是适当补充硼肥和镁肥。

一段时间后，果园的落果情况得到
了明显改善。

示范推广打造技术“样板间”

这个案例让马晓丽有了更多的思
考：眼下各区县农业发展如火如荼，柑
橘产业更是我市第一大果树种植业，许
多果农都面临着类似难题，该如何为他
们提供帮助呢？

“制定一套标准化种植技术并加
以推广，是比较可行的方法。”她说，“柑
橘种植技术并非‘高精尖’，只要合理使
用肥料并做好病虫害防治，橘树生长其
实不容易出现大的问题。”

去年，重庆三峡农业科学院在万
州、巫山、云阳、奉节、忠县、开州、涪陵7
个区县建立了14个柑橘种植示范园，
希望通过这些“样板间”的打造，示范推
广柑橘标准化种植技术。

马晓丽作为团队核心成员，带领团
队为示范园制定了技术指导标准。

在肥料使用方面，团队针对柑橘不
同生长时期，确定了不同的肥料使用种
类，如幼果期以高氮复合肥为主，着色
期以高钾复合肥为主。

而在病虫害防治上则采取多种科
学防治方式，其中包括以喷洒杀虫剂为
主的化学防治，以树体刷白为主的物理
防治，以投放捕食螨为主的生物防治。

“我们会定期组织周边的种植户来
园区参观学习，同时也招聘果农来基地
务工，以工代训，效果不错。”马晓丽说。

去年，尽管重庆遭遇极端高温天
气，但这14个示范园仍保持稳产，其中
一些果园还实现增产，这也吸引了更多
橘农来示范园参观取经。

目前，14个示范园的种植技术已累
计推广55.15万亩，推动亩均增收1000
元以上，累计新增经济效益6.8亿元。

为多种果树种植提供技术方案

脆李、车厘子、黄桃等果树的种植
技术推广，也是马晓丽的工作内容。

刘厚国是奉节县青莲镇的脆李种
植大户，种植脆李多达150亩。有一
年，果子上市前几天，果园里的脆李突
然出现大面积开裂情况，他一年的辛苦
付出全打了水漂。

马晓丽调研发现，那段时间种植基
地遭遇了一场暴雨，这是导致脆李开裂
的直接原因。但这是唯一的原因吗？

她将果园的土壤带回实验室检测，
发现土壤中硼、钙等营养元素严重缺
乏，而这也容易引起果裂。换言之，如
果土壤中营养成分均衡，果子就不至于
那么“娇气”，即便遭遇暴雨，也不会出
现大面积开裂。

摸清真正的原因后，马晓丽指导刘
厚国在基地内增施硼、钙等肥料，并搭
建遮雨设施。这以后，刘厚国的脆李再
也没出现大面积开裂情况。

此外，马晓丽及其团队还提供技术
指导，推动万州罗田镇和恒河乡成功试
种车厘子：通过选择在1000米以上的
高海拔地区种植，攻克了车厘子果树在
冬季需冷量不足、夏季干旱过热等难
题；指导万州武陵镇的果农在低海拔沿
江地带种植龙眼，解决了果树过冬存活
率不高的问题；通过嫁接新枝条，帮助
万州响水镇的果农延长了猕猴桃树挂
果期。

“果树医生”马晓丽守护三峡库区55万亩柑橘——

一套标准化技术 助橘农增收近7亿元
人物名片

马晓丽，1991年2月出生，第
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标
兵，是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代表，
现任重庆三峡农业科学院果树园
艺研究室主任。

自参加工作以来,马晓丽一
直从事果树栽培研究和示范推广
等工作，参与建设三峡库区14个
柑橘种植示范园，示范推广柑橘
种植技术以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55.15万亩，累计新增经济效益
6.8亿元。同时，她还积极探索解
决脆李、车厘子、猕猴桃等果树的
栽培技术，助力库区果树产业提
质增效。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

马晓丽（前）在开州区一家果园监测温度、湿度变化。（资料图片，受访者提供）

发展普惠金融，让企业便捷融
资，是帮助实体经济发展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衡量营商环境
水平优劣的关键性指标。

如何让贷款资金“来得快”“用
得着”更“用得好”？渝中区每年全
方位开展融资对接“金桥行动”40
余场，推进获得信贷精准服务，联
合在区金融机构因地制宜开发多
种助企特色产品，千方百计降低企
业信贷门槛、减轻企业融资负担，
让企业鼓起“腰包”、鼓足信心。

渝中区金融办
开展融资“金桥行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2023年渝中区融资对接“金桥行动”现场

引“活水”助力文旅企业纾困解难

拥有解放碑、洪崖洞、长江索道等
超多打卡景点的渝中区，旅游人气节节
攀升。今年中秋国庆，渝中区接待游客
1206.7万人次，同比增长50.6%。

面对市场利好，如何帮助新企业
“能开张”“可运营”，助推老企业“谋发
展”“提能级”？渝中区开发的文旅贷产
品是一大亮点。

漫步山城巷道，游人如织，彩色灯
笼高挂，各类文创店、小吃店门庭若
市。“多亏了文旅贷的‘及时雨’，帮助我
们渡过了难关。”重庆永宏智造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2019年，永宏智造拿到了山城巷
的运营权，但当时面临复杂困境，运营
初期并不顺利。了解到这一情况，重庆
银行发挥文旅特色支行“文旅+金融”
优势，积极对接永宏智造，通过“文旅
贷”批量业务首批新增发放200万元贷
款，解决了该企业流动资金需求。靠前
服务山城巷下游商户，协助企业开展文
旅金融推介活动等，缓解了商家经营压
力、确保租金稳定。

如今，随着旅游市场火爆，山城巷
经营扭亏为盈，商家入驻数量较往年翻
番，成为渝中最具活力的打卡地之一。

据了解，今年以来，渝中积极整合
银行资源，深化“文旅+金融”，推广“文
旅贷”“长江渝融通”等金融产品，先后
帮助11家企业申请贷款2450万元。

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支持

渝中区有市场主体超12万户，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比重在逐年增
加，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为给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增动力，渝中区设立民营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首贷续贷中心”，联合10家
银行开发系列普惠产品，包括“加码”企
业发展壮大的“助企贷”、支持医疗类小
微企业的“健康云贷”、流水“背书”的

“银票质押贷”等差异化银政风险共担
融资产品，设立1.1亿元风险补偿资金
池，为其经营发展提供有力资金支持。

“对很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来
说，如何从银行借到第一笔钱，这是一
大难点。”渝中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
说。普惠产品门槛低、利率低，解决了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融资
慢、融资贵等问题，切实提高了资金供
需衔接效率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得到社会各界充分认可和好评。

截至2023年9月，渝中区政银合
作产品累计为4586户区内中小微企业
发放贷款46.4亿元，全区普惠小微贷款
余额431亿元、同比增长19%。截至
11月，落实市级知识价值、商业价值两
款信用贷款产品，累计为549家企业提
供信贷支持6.59亿元。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融资担保机构
增信支持、降费让利作用，截至10月，
渝中区融资担保服务小微、“三农”在保
余额159.7亿元（含再担保），占总量的
86.7%、同比增长38%，共惠及小微企
业4万户、个体工商户3.1万户、“三农”
领域2.2万户。

推动金融资本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渝中区正大力提升重庆绿色
金融大道，助力我市全力建设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促进绿色金融发
展，渝中区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优先对绿
色环保、清洁能源等企业客户提供信贷
支持，支持企业发行中小企业绿色集合
债、碳中和债等创新型产品。

“地铁作为大运量公共交通系统，
天然携带着绿色低碳的基因，地铁项目
是绿色交通的代表性工程。”农行渝中
支行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农行已为重
庆市轨道项目建设累计提供各类贷款
超100亿元。

截至10月末，渝中区绿色贷款余
额1207亿元、占全市18.5%，绿色债券
余额为137亿元、占全市31.9%。

“接下来，深化落实市委、市政府工
作安排，我们将以问题为导向，持续解
决获得信贷过程中企业的堵点和难点，
进一步突出信贷关键点、优化信贷结
构、坚持政银企合作，更加有针对性地
推动金融领域营商环境优化升级。”渝
中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渝中区
将发挥产业部门和管委会优势，每年高
质量开展政银企融资对接“金桥行动”，
不断丰富助企金融产品及服务创新，不
断提升获得信贷的直达性和便利度。

今年以来，渝中区已开展软信科技、
专精特新、商贸文旅、民政养老等40余场

“金桥行动”活动专场，成功打造19家金
融服务港湾、8家金融消费者教育中心、6
家劳动者港湾，切实保障中小微企业和
居民融资需求，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詹米璐 王彩艳 陈佳佳

图片由渝中区金融办提供

渝中区商务委
持续优化开放环境全力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全力营造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渝中区在贸易投资便利
化上积极探新路、作示范，在全
市率先开展铬矿进口优化检
验、“汇保通”汇率避险等创新
试点，设立中西部首个RCEP贸
易促进中心、全市首个中新企
业综合服务中心等产业开放平
台，着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
市场机制最活区、改革探索领
跑区，让渝中区成为企业向往
的福地、投资的旺地。

探新路，为跨境贸易护航

9月22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
列搭载着进口铬矿的火车班列驶入果
园港国家物流枢纽，我市迎来首批试
点“先检后放”监管新模式的西部陆海
新通道海铁联运集装箱进口铬矿。

这批来自南非的铬矿通过海运抵
达广西钦州港，再转至重庆港，是渝中
区联动重庆海关推动贸易便利化的一
次创新探索，也是渝中区大力推进贸
易便利化的生动实践。

作为一家现代服务类企业，进口
铬矿是重庆卓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近
年来新拓展的业务，今年以来，该公司
进口铬矿已超过2000万元。

“为了创新落实‘先放后检’‘依企
业申请品质检验’等便利化措施，我们
与重庆海关、渝中区商务委多次沟通
对接，从时效、成本、安全、运输方式等
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考量。”卓越
实业相关负责人说。

相较以往的全程海运路线，铬矿
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要节省12天左右，
这样的效率得到了国外供货方的高度
肯定，为卓越实业进一步加大铬矿等
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贸易业务打好基
础。

此类利于贸易便利化的“首创”，
在渝中区不在少数。

重庆银行自贸分行积极推广“通
道e融”通道金融产品应用。基于真
实背景，通过大数据企业画像及出口
应收账款“池”化管理，向陆海新通道
出口企业发放用于支持生产经营的低
息纯线上信用贷款，最高授信额度

300万元，最长贷款期限为一年，可循
环使用。上线以来，为陆海新通道出
口企业发放融资超2000万元；

渝中区成立由发改委、商务委、
金融、国资等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汇
保通”工作小组，在全国首创针对中
小外贸企业的“汇保通”汇率避险新
模式，通过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和风
险分担机制等措施，缓解中小外贸企
业衍生交易保证金资金占用压力，提
升汇率风险管理水平。截至目前，已
累计为重庆维纳柯贸易有限公司等
外贸企业办理业务120余笔、锁汇金
额1080万美元……

一系列主动创新作为，带头开放、
带动开放的贸易便利化举措，给了企
业面向未来的十足信心，为渝中区打
造营商环境最优区、市场机制最活区、
改革探索领跑区注入不竭动力。

作示范，为外商投资服务赋能

除了令企业更有底气拓展海外市
场，渝中区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大力促
进投资便利化，积极助推开放型经济
高质量发展。

今年4月，埃及商务人士Mahm-
moud Bakr受重庆维纳柯贸易有限
公司邀请，前来中国进行商贸合作，并
参加即将开幕的第133届广交会。但
由于签证即将到期，无法顺利参加广
交会及完成后续工作，需要尽快办理
签证延期。

“从上海入境后，Mahmmoud
Bakr直接来到我司江苏供货厂家，实
地考察仓库流水线管理和集装箱装箱
全过程，所以没有住宿重庆的记录，这
为他的办理延期带来一定难度。”维纳
柯公司负责人说。

了解这一情况后，渝中区商务委
第一时间与渝中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
理支队沟通协调，将资料报送审查、企
业走访考察、签证延期处理等环节同
步推进。并在流程框架范围内，加急
办理埃及来华人士签证延期等手续，
为客商双方贸易合作、“拥抱”广交会
提供了“强助攻”，以优质服务为外籍
商务人士提供便利。

这不是个例。今年 1 月，世界
500强企业、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重
庆机构正式投入运营，为渝中开放型
经济带来了2023年“开门红”。从接

洽到签约再到开业运营，用时不满一
年。马士基高效落户的背后是高质
量的服务水准，也是渝中区大力推进
投资便利化、不断优化开放营商环境
的生动写照。

时间回到 2022 年，针对马士基
一系列选址要求，渝中区商务委主动
对接、快速行动，全面收集整理符合
条件的办公场地，并积极对接凯德集
团，政企协同打好服务“组合拳”；针
对马士基关注的安全应急管理问题，
渝中区商务委积极组织区住建委、朝
天门街道等部门、单位与马士基团队
召开现场工作会，面对面逐个问题进
行细致沟通……

经过前期细致准备，去年6月，渝
中区政府、马士基、凯德地产三方举行
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马士基大
中华区客户体验部、全球服务共享中
心两大机构正式落户渝中。

类似实例不在少数。近年来，渝
中区多方健全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
体系，深入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制定《渝
中区外商投诉协调中心办事指南》，
常态化开展“三送一访”服务，积极为
必迈医药等外资企业项目提供工商
登记、变更、外汇账户开户等全流程
服务，全力做好在区外资企业经营服
务保障。

同时，打造三大“一站式”服务平
台。设立全市首个中新企业综合服
务中心，为新资企业来渝中投资提供
便捷服务，打造中新政企互联互通服
务平台；建设中西部首个RCEP贸易
促进中心，助力企业享受RCEP机遇
红利，促进中小外贸企业集聚发展；
成立成渝涉外商会联盟，集聚墨西哥
商会、市外商投资协会等10余家涉
外商协会，打造“立足渝中、服务重
庆、辐射西南”的对外经贸文化交流
合作新平台。

下一步，渝中区将加速推进贸易
投资便利化，积极营造优质高效的开
放营商环境，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
更好支撑和保障。

詹米璐 王彩艳 陈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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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曜

在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
物”提名人选中，有大足石刻研究院
石质文物修复师彭柳升。他曾是一
名保安，因为热爱石刻而转型为文物
修复专家，但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他
始终坚守“守护大足石刻”这一初心。

1994年，彭柳升退伍后进入大足
石刻艺术博物馆，成为一名保安员，
工作期间多次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企
图“盗宝”的违法犯罪分子。

他勤于观察、热爱学习，逐渐积
累了丰富的大足石刻美术知识，还利
用业余时间苦学石刻绘画，沉心创作
石刻石雕。在巡逻过程中，彭柳升发
现一些石质文物因渗水漫漶、日晒风
化而逐渐残缺后，开始思考：我还可
以为大足石刻做些什么？

“当一名‘文物医生’，为大足石
刻治病！”彭柳升决定自学石质文物
修复技艺。

2011年初，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
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进入本体修复阶

段，急需充实修复人员队伍。彭柳升
被推荐去参加培训，通过考核后，加
入千手观音修复团队，成为石质文物
修复组一名成员。

千手观音修复工作浩繁而艰辛。
彭柳升负责为残缺文物补形。为了实
现“完美修复”，他和团队一起反复搜
寻，找到与石刻文物材质相同的砂岩，
磨成石粉，加入加固材料调制成砂浆，
再一点一点对破损手指进行补型。

在断手等大件部分修复环节，彭
柳升发挥石雕特长，耗费心血雕琢出
四只“新手”，安装在文物上，浑然一
体，受到广泛好评。

4年多时间里，彭柳升和组员们
在狭窄局促的空间里长时间工作，忍
受蚊虫叮咬，经历酷暑寒冬。在大家
的努力下，千手观音修复工程于2015
年顺利完成。

如今，彭柳升更将奋斗目标锁定
在“复制大足石刻经典造像”上。他
小心考证文物原貌，大胆还原残缺石
像的原本形态，目前已经成功复制了
40件石像作品。

大足石刻研究院修复师彭柳升——

从保安员到石刻文物修复专家

□本报记者 郭晓静

一个6口之家中，4位长辈都有
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在永川区
仙龙镇粉店村，村民张吉莲义无反顾
地承担起看护这4位老人的重任，无
微不至地照管老人们的“吃喝拉
撒”。近日，这位“好女儿”成为2023
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

张吉莲家中的4位老人分别是
80岁的二叔张炳华、77岁的三叔张
召南、66岁的幺叔张高才，以及78岁
的婆婆关银芳。其中，二叔的智力障
碍尤为严重，经常大小便失禁；婆婆
则还有严重的腿部残疾，走路只能一
点一点往前挪移；三叔的智力障碍症
状最轻，但前些年又落下腰椎损伤的
顽疾。

每天清晨5点30分，张吉莲就起
床喂猪、喂鸡鸭，然后麻利地清扫屋
子，准备早餐。为婆婆洗漱、穿戴好，

清理完二叔留在地上的污秽物，张吉
莲便招呼一家人赶紧吃早饭。

遇到赶场天，她会到场镇给老人
们买一些面包、饼干等零食，时不时
还会称条鱼或是买点肉回来给一家
人“打牙祭”。

上午通常是最忙的时候，洗衣，
种菜，放羊……天气好的日子里，张
吉莲会将婆婆牵到室外，让她晒晒太
阳，或是为她修剪指甲。忙完这些，
又得张罗一家人的午饭了。

下午，张吉莲在和丈夫樊时德一
起干完农活后，要赶回来准备晚饭；
晚上8点后，将几位老人安顿上床，为
他们准备好第二天的衣物。

这是张吉莲日常的一天，也是她
16年来的每一天。

对于张吉莲16年来的悉心付出，
村里人都赞不绝口，纷纷评价“很不
容易”。而张吉莲总是这样回答：“这
是我分内的事。”

永川区粉店村村民张吉莲16年如一日悉心照料4位老人——

“好女儿”撑起大家庭“一片天”


